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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波 简 历 
（2011年 4月制） 

 

个人信息： 

单 波，1964 年 12 月生，汉族，湖北天门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二级教授、

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管科学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

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外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2005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法国波尔多三大客座教授，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研

究员，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河北大学、河南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传播与社会

学刊》（Communication & Society）、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 

 

学历： 

1997年 6月获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 

1992年 6月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85年 6月获武汉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5年——现在，一直工作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际交流经历： 

1998 年赴台出席两岸传媒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关于两岸传媒

比较的哲学反思” 

2001 年赴香港树仁学院出席建院三十周年庆典并参加经济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

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论跨文化新闻传播” 

2002年 10月—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2003年 10月，赴法国波尔多三大参加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发表论文“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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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基础与障碍” 

2005年 12月，赴法国波尔多三大参加紧急与传播国际会议，发表论文“紧急状

态下跨文化传播的焦虑及其消解” 

2005年 4月，赴英国 Sanderland of University 参加中英媒介发展研讨会，发

表论文“解读东方之子” 

2005 年 9 月，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四届华文传媒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

发表学术论文“汽车广告的文化要求” 

2006年 11月，赴美国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nmpaign 访问并

做学术演讲，题为“中国新闻业与新闻观念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2007 年 6 月，赴摩洛哥哈桑二世默罕莫地亚大学出席“公共传播：问题、意义

与前景”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公共事件报导的话语倾斜与话语缺失—

—以北京整治养犬行动的报导为例” 

2008 年 3 月，赴法国波尔多三大组织传播研究中心做为期一个月的客座教授，

为研究生讲授跨文化传播课程，并在中心春季学术会议上做题为“跨文化新闻传

播的话语倾斜与话语缺失”的学术报告。 

2008年 10月，台湾第七届海峡两岸传播及影像学术研讨会，发表《西方跨文化

传播的和谐理念》学术演讲，并参加了 22 日上午的“两岸传播学者府城文化新

体验”的学术对谈。 

2008年 11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访问教授，在该院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作

了题为“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导现象及其效应的跨文化分析”的学术报告。 

2008年 12月，香港中文大学华人传播想象会议，发表“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论想

象”。 

2009年 1月 30日-2 月 28日，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特邀研究员，发表“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话语倾斜与话语缺失”的学术演讲。 

2009 年 6 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数字传媒高峰论坛，发表“媒介融合与新闻传

播教育的融合”学术论文。 

2010 年 3 月，赴德国柏林大学（洪堡大学）参加德中跨文化传播学术会议，发

表“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的演讲 

 

科研成果： 

 

论著 

1、《20 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独着），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独着），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3、《现代新闻写作》（第 2作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4、《中西新闻比较论》（第 2作者），武汉出版社 1994年版； 

5、《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主编之一），武汉出版社 2003年版。 

6、《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常务副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常务副主编，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 

8、《跨文化传播新论》（主编，排名第一），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受众研究读本》（译着），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副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1、《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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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主编，排名第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代表性论文： 

 

1、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独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 年第 4 期转载。 

2、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论想象（排名第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 年第 2期。 

3、《跨文化传播》的案例教学：意义、问题与路径（独着），《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 年卷，武汉出版社。 

4、跨文化传播的政治基础（独着），《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10 年卷，武汉

大学出版社。 

5、2009 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排名第一），《海外学术前沿追踪》，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6、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创新，（排名第一）《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

4期。 

7、话语偏见与面子协商：汶川地震报导的跨文化分析（排名第一），《传播与社

会学刊》（香港）2009 年第 10期。 

8、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独着）《新闻与传播评论》2009 年卷，武汉大学出

版社。 

9、跨文化传播的语言问题（排名第一），《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 4期，人大

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9年第 12 期转载。 

10、西方新闻伦理观念论纲（排名第一），《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 2期。 

11、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话语倾斜与话语缺失（排名第一），《全球传媒评论》第 3

期，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2、《理性与传媒发展》序，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4月版。 

13、信息公开：通向中西方理解与沟通的道路（排名第一），《对外传播》2008

年第 7期。 

14 、 Discursive imbalance and deficiency in intercultural news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July,2008. 

15、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问题（排名第一），《上海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第 9期转载。 

16、怎样表现中国传播研究的智慧（独着），《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号。 

17、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心理学方法（独着），《湖北大学学报》2008 年。被人大

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2008年第 4期转载。 

18、西方新闻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独着），武汉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纪

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19、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和谐理念（排名第一），《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 6

期。 

20、新闻改革：直面自由的挑战（独着），《媒介与社会》（香港中文大学）2008

第 2期。 

21、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排名第一），《海外学术前沿追踪》2007 年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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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际恶意”原则的发展及其思想意义（排名第一），《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

告》2008 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3、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排名第一），《新

闻与传播评论》2007 年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 1期。 

24、当前美国媒介改革运动的民主路径、精神实质及其问题（排名第一），《中国

传媒报告》2007年第 3期 

25、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独着），《海外学术前沿追踪》2006 年卷 

26、汽车广告的文化要求（独着），《第四届华文传媒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7、美国媒介集团化背后的自由与控制思想的博弈（排名第一），《中国媒体发展

研究报告》2007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8、在创新中建构和谐的媒介环境，《新闻前哨》2007 年第 1 期。 

29、紧急状态下跨文化传播的焦虑及其消解（独着），《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 1

期 

30、Anxiété et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n situation d’urgence, 

Communication & Organisation,Juin 2006. 
31、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排名第一），《新闻与传播研

究》2006 年第 3 期。《新华文摘》2007 年第 7 期摘要转载，《新闻与传播》全文

转载 

32、跨文化对话中的叙事（排名第一），《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 2期。 

33、论我国新闻学想象力的缺失及其成因（独着），《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6 年第 6期。 

34、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排名第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 1期。 

35、传播学的现实关怀与思维方法——马特拉访谈录（排名第二），《现代传播》

2004年第 1期 

36、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独着），《现代传播》2004年第 2期。 

37、道德控制的幻象：美国新闻公评人制度研究（排名第一），《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4 年卷）。 

38、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

题上争论（独着），《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 3期。 

39、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与障碍（独着），《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

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 5期转载。 

40、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ses fondements, les obstacles à son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 Organisation,juin,2003. 
41、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独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 2期。 

42、美国媒介的战争卖点及人文反思（排名第一），《现代传播》2003 年第 4期。 

43、新闻女性化的真相——解读〈时代〉的“女性封面” （排名第一）， 《新

闻与传播评论》（2002 年卷），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

年第 2期。 

44、西方受众理论评析（独着），《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 1期 

45、新闻采访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及原因（排名第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

学版），2002年第 3 期 

46、评管翼贤的新闻观（独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 2期。 

http://service.ilib.cn/Search/QikanSearchList.aspx?Query=%e4%bc%a0%e6%92%ad%e5%ad%a6%e7%9a%84%e7%8e%b0%e5%ae%9e%e5%85%b3%e6%80%80%e4%b8%8e%e6%80%9d%e7%bb%b4%e6%96%b9%e6%b3%95-%e9%a9%ac%e7%89%b9%e6%8b%89%e8%ae%bf%e8%b0%88%e5%b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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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与新闻观念的发展（独着），《现代传播》2001 年第 4

期。 

48、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排名第二），《国外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期； 

49、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表述的历史与逻辑（排名第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

年第 2期； 

50、比较与整合：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新动向（排名第二），《国际新闻界》2000

年第 3期； 

51、今日美国财经版印象（独着），《中华新闻报》2000年 12月 4日； 

52、会议报导应回归新闻传播本位（独着），《中华新闻报》2000年 11 月 20日； 

53、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独着），《现代传播》，1999年第 1期；同时刊载于台

湾《新闻学研究》1999 年第 61辑； 

54、反思新闻教育（独着），《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 4期； 

55、关于两岸传媒比较的哲学反思（独着），《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 年第 3期； 

56、大众传播与文化——丹尼斯·麦奎尔的‘传播—文化’观评析（排名第一），

《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 

57、人文·科学·宗教——唐君毅人文思想研究之一（独着），《人文论丛》1998

年卷； 

58、传统人际传播思想资源及其现代转化（独着），台湾中华传播学会 98年会论

文； 

59、西方消息写作的特点（独着），《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60、信息重组：新闻思维的操作机制（独着）， 《报林求索》1997年第 6期； 

61、唐君毅心通九境论阐要（上、下），香港《毅圃》1997年第 11-12期； 

62、知识·Power·文化·生命力（独着），《现代传播》，1996年第 2期； 

63、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独着），《现代传播》，1996年第 1 期； 

64、唐君毅的人文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独着），《现代传播》，1996年第 6期； 

65、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中国新闻业命运的整体观照（独着），《现代传播》，

1995年第 4期； 

66、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反思（学术专访），《现代传播》（权威）1996 年第 5

期。 

67、关于新闻的商品性问题的思考（独着），《现代传播》1995年第 1期； 

68、从生命里流出的哲思——唐君毅哲学著述浅说（独着）， 香港《毅圃》1996

年第 8期； 

69、美国报纸集团化的源流与原因探析（独着）， 《新闻知识》1995 年第 4期； 

70、人物通讯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独着）， 《新闻与写作》1995年第 6期； 

71、从语义学角度看新闻写作（独着）， 《新闻前哨》1994年夏季号； 

72、关于倒金字塔结构源起的再考察与再评价（独着）， 《写作》1994 年第 9

期； 

73、新闻与意识形态（独着）， 《新闻采编》1994年第 3期； 

74、观念的重奏：中西新闻思维的整体考察（连载），《新闻大学》1993 年春季

号、夏季号； 

75、论毛泽东的新闻文体意识（独着）， 《新闻前哨》1993年冬季号； 

76、情感的流向：中西新闻思维中的诗学、戏剧文化传统（独着）， 《新闻前哨》

1993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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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好新闻报导的构成要素， 《对外报导》1992年第 4期； 

78、态度和行为：一致还是不一致？，《对外报导》1992年第 2期； 

 

教学工作： 

1、《国际新闻传播思潮研究》（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课程） 

2、《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课程） 

3、《跨文化传播的媒介问题》（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课程） 

4、《中西新闻传播比较研究》（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5、《西方新闻传播思潮研究》（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6、《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7、《新闻学概论》（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 

8、《新闻写作学》（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 

9、《中西新闻报导比较研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选修课） 

10、《西方新闻媒介》（新闻学、传播学专业本科生选修课） 

 

科研工作： 

1、1995---1997：完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经济新闻与经济改革”（排名第二）； 

2、2000年 9月  完成国家教育部“十五”新闻学和传播学课题指南的撰写（排 

   名第三）并通过检查； 

3、1996---1999：主持“中西新闻传播理论比较研究”（国家教育部“九五”社 

   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1996---1999：湖北省教改项目“新闻写作学教学改革研究”（排名第二） 

5、1998--- 2002   ：主持“二十世纪新闻思潮研究”（武汉大学十大重点项目

子课 

   题） 

6、1999---    ：主持“传播哲学研究”（武汉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项目） 

7、2002——   ：主持教育部“211”工程项目“现代传媒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

研究”子项目“跨文化传播研究” 

8、2003——   ：主持湖北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湖北省文化发展战略”。 

9、2004 年—   ：主持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西方传媒的社会控制”（已结题） 

10、2004年—主持教育部“985”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研究”以及“新闻传播

学者数据库”（已结题） 

11、2005 年，湖北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传播与湖北对外宣传新思路研究 

12、2007 年，横向专案 5 万：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 

13、2007 年，横向专案 30 万：跨文化传播研究（长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4、2009 年，中国媒介改革与社会转型（211 工程三期项目），三个主要学术带

头人之一。 

 

主持的学术会议： 

2004年，主持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 

2005年，主持两岸传媒迈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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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主持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 

2009年，主持“跨文化对话：媒介伦理与新闻专业主义”国际学术会议 

 

主要获奖记录： 

 

教育部奖励 2项： 

 

2003年 7月 3日，《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三等奖，独着。 

2009年 9月，《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获教育部颁发的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 

 

湖北省政府奖励 5项： 

2001年，《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获首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

等奖，独着。 

2003年 10月 20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表述的历史与逻辑》获第三届湖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二。 

2004 年，《20 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获第四届湖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9年 5月，《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获第六届湖北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 

2011年 1月，《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问题》获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论文指导奖 6项： 

2004 年，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学生汪碧芬的硕士学位论文“欧

洲公共广播制度研究”） 

2005 年，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学生杜永利的硕士学位论文“美

国新闻史学的三个纬度”） 

2008年，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一等奖指导老师（03级学生李子薇） 

2009年，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一等奖指导老师（05级学生和冠欣） 

2010年，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一等奖指导老师（06级学生袁玥） 

2010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06 级博士罗慧） 


